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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京津冀协同一体化发展的提出，如何协调城市间城市化和产业发展的差异成为目前关注的焦点。 因历史原因和政策

影响，尤其在城市化发展方面地区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定量识别该区城市发展的时空差异性对于制定合理的区域协同发展政策

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基于 １９８４—２０１２ 年社会经济统计数据，通过引入偏离度指数和变异系数，从人口、土地、社会、经济四方

面研究了不同时期京津冀地区城市化发展时空差异特征。 研究表明：（１）京津冀地区城市化 ４ 个方面的发展均呈整体上升趋

势，尤其表现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 整体增长幅度为：经济＞社会＞土地＞人口。 （２）从发展速度看，京津冀地区人口与土地增

速最快时期发生在 ２０００—２００４ 年；而社会与经济增速最快时期发生在 １９９２—１９９６ 年；这些特征充分反映了我国阶段性政策的

影响。 （３）从城市化发展的驱动因子分析，京津冀地区人口与土地增长速度差异较小，发展趋势较为一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

关系；经济、社会增长速度差异较小，发展趋势较为一致，表现出高度的正相关性；而人口与社会、人口与经济、土地与社会、土地

与经济之间的相关性不显著。 （４）京津冀地区城市化发展区域差异较大，不同时段各城市发展存在明显差异；在城市化进程中

区域间最大差异性表现在土地的扩张，其次是人口增长，而经济和社会增长差异性相对较小。 （５）人口、土地、社会、经济四项

城市化驱动因子与城市生态因子的耦合协调度均不断提高。
关键词：京津冀；城市化；时空特征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ｉａｎｊｉｎ⁃Ｈｅｂｅｉ ｒｅｇｉｏｎ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ＹＡＮＧ Ｋｕｎｃｈｕ１，２， ＢＩ Ｒｕｎｃｈｅｎｇ１， ＳＵＮ Ｒａｎｈａｏ２， ＣＨＥＮ Ｌｉｄｉｎｇ２，３，∗

１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Ｌｉｆ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Ｓｈａｎｘｉ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ｉｎｆｅｎ， ０４１００４， Ｃｈｉｎａ

２ Ｓｔａｔｅ 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Ｅｃ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８５，Ｃｈｉｎａ

３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４９，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Ｈｏｗ ｔｏ ｒｅ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ｏｎ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ｏｒ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ｉａｎｊｉｎ⁃Ｈｅｂｅｉ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ｉｓ ｃｕｒｒｅｎｔｌｙ ｄｅｂａｔｅｄ．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１９８４ ｔｏ ２０１２，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ｎｄ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ｉａｎｊｉｎ⁃Ｈｅｂｅｉ ｒｅｇｉｏｎ ｗｅｒ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ｆｏｒ ｆｏｕｒ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ｌａｎｄ， 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ｌｌ ｃ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ｅｒｉｏｄｓ ｗｅｒ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Ｗｅ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１） Ａｎ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ｔｒｅｎｄ ｏｎ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ｉａｎｊｉｎ⁃Ｈｅｂｅｉ ｒｅｇ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ａｔ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ａ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ｙ ＞
ｓｏｃｉｅｔｙ ＞ ｌａｎｄ ＞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２） Ｔｈｅ ｆａｓｔｅｓｔ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ａｎｄ ｏｃｃｕｒｒｅｄ ｍａｉｎｌｙ ｄｕｒｉｎｇ ２０００—２００４，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ｆａｓｔｅｓｔ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ｍａｉｎｌｙ ｄｕｒｉｎｇ １９９２—１９９６．（３） Ａｎ ｅｘｔｒｅｍｅｌ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ｗａｓ ｆｏｕｎｄ

Administrator
椭圆形

Administrator
标注
改为一体化协同

Administrator
椭圆形

Administrator
标注
改为中国科学院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ａｔｅ，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ａｔｅ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ｅｒｅ ｗｅｒｅ ｎ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ａｔｅｓ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 （ ４）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ｉａｎｊｉｎ⁃Ｈｅｂｅｉ ｒｅｇｉｏｎ ｗａ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ｄ ｂｙ ｂｏｔｈ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Ｗｅ ｆｏｕｎｄ ａ ｌａｒｇ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ｂｏｔｈ ｌａｎｄ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ｂｕｔ ｌｉｔｔｌ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ａｔｅｓ ｉ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５） ｔｈｅ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ｏｆ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ｄｒｉｖｅｒｓ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ｌ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ｉａｎｊｉｎ⁃Ｈｅｂｅｉ；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随着人口增长、经济发展，以及非农产业逐渐向城市地区集聚［１］，中国城市化发展已经成为必然趋势。
城市化不仅仅是人口的集聚化过程，还包括土地的集约高效利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和人们生活方式的改

变［２］。 目前，在研究城市发展时空差异方面更多基于遥感解译、定性分析、熵值法、模糊综合评判法、主成分

分析法、聚类分析法、加权变异系数和泰尔指数法、层次分析法和线性加权求和法等方法［３⁃１０］，涉及到的领域

包括经济、社会、人口、生活、土地、基础设施、资源、环境等［９⁃１５］。 在时间演变方面主要包括两种，其一是基于

单一时间节点数据的城市化测度［１６］，其二是基于多节点数据以及连续时间节点数据的城市化测度［１０］。
我国在围绕区域城市化协同发展研究方面，起步相对较晚。 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社

会、经济、文化和市场得到快速发展，然而地域之间城市化发展差异也在扩大［１７］。 如何处理好地域间城市化

发展的差异直接关系到区域城市化和经济的协同发展。 在这种背景下，我国提出了通过区域一体化战略来带

动及协调一个区域良性发展。 京津冀一体化战略的提出，兹在通过区域资源一体化配置和产业结构调整，实
现区域之间土地资源合理利用、资源高效使用和社会公共资源的共享，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 京津冀地区是

我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也是我国经济增长的第三极［１８］。 从区域协同发展来说，不仅面临着生态退化严重、
环境污染加剧、产业结构不合理等问题，还面临着地区贫富差距增大、社会矛盾突出、区域间发展不平衡的现

实问题［１９］。 因此，客观、准确辨识城市化发展的区域性差异，对于探讨京津冀地区一体化协同发展具有重要

的意义。 目前已有学者对京津冀地区发展差异做了一些研究。 如对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变化的时空差异性

分析后表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河北的经济发展低于北京、天津［２０］。 采用遥感影像等数据对京津冀都市圈

城乡建设用地时空变化特征研究分析后发现 １９９０—２００６ 年区域内城乡建设用地总面积不断增长，保定、唐
山、石家庄三地平均相对变化率较大，大于区域平均水平［２１］。 也有学者分别通过单一年份和多年份社会经济

统计数据揭示了京津冀地区或都市圈城市化质量发展的差异性［２２⁃２３］。 另有研究通过城市群间城市化动态特

征对比的方法，分析了京津冀城市群与长三角城市群与珠三角城市群的城市化差异特征［２４］。 目前基于长时

间序列从市域协同角度对京津冀地区城市化发展差异性定量研究的文献较少。 本文基于多年统计数据，采用

典型单一指标法系统研究京津冀地区 １９８４—２０１２ 年城市化发展的时空差异性特征，为探讨京津冀地区后续

协同发展战略提供参考依据。
１　 研究地区与方法

１．１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京津冀地区主要包括北京、天津两个直辖市以及河北省全境 １１ 市（石家庄、承德、保定、唐山、秦皇岛、廊
坊、张家口、邯郸、邢台、沧州、衡水）（图 １）。 该区地处我国华北平原北部，地貌类型复杂多样，主要分布有坝

上高原、燕山和太行山山地、山前洪积平原三大地貌单元。 地势西北高、东南低，西北以高原、山地和丘陵为

主，同时还分布着一些山间盆地和河流谷地，东南部为平原带，属于海河流域，主要水系包括北运河、永定河、
潮白河和大清河。 该区夏季炎热多雨，冬季寒冷干燥，呈现典型暖温带半湿润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特

征［２５⁃２６］。 据 ２０１４ 年统计数据，京津冀地区土地面积约 ２１．６ 万 ｋｍ２，年末常住人口为 １１０５２．２ 万人，北京、天
津、河北年末常住人口分别占 １９．５％、１３．７％和 ６６．８％。

考虑到数据的连续性、可得性和完整性，本研究所使用人口、社会经济数据均来自于以下有关年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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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研究区地理位置

Ｆｉｇ．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国城市统计年鉴》、《新河北五十年》、《北京统计年鉴》、
《天津统计年鉴》、《河北经济年鉴》、《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分县市人口统计资料》、《新河北 ６０ 年》。 建成区

面积（市辖区）和园林绿地面积（市辖区）数据来自相关

年份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人均园林绿地面积采用

园林绿地面积（市辖区） ／总人口（市辖区）计算求得。
鉴于 １９８８ 年园林绿地面积（市辖区）数据缺失，采用

１９８９ 年建成区绿化覆盖面积中园林绿地面积替代；人
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采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总人

口求得；对于其它少量缺失或不合理数据采用相邻年份

平均法或者各地市相关年份统计年鉴进行修正与补齐。
１．２　 研究方法

城市化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综合性过程，涉及到多

方面的影响因子。 但一般认为，人口增长、建设用地扩

张、经济发展、社会需求和政策变动是驱动城市化发展

的主要因子，然而由于政策的影响十分复杂，难以量化，
常常作为一个定性因子进行讨论，因此本研究选取人

口、经济、土地、社会四个特征要素的指标来研究城市化

的时空分异特征。 人口方面选择非农人口作为衡量城市化发展指标，城镇人口表征的城市化中一部分城镇人

口在子女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方面并未能完全享受和户籍非农人口完全的待遇，所以相较城镇人口表

征的人口城市化，用非农人口表征城市化更为真实。 土地方面选择市辖区建成区面积作为评价指标，市辖区

建成区面积（以下称建成区面积）的变化代表了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土地的扩张程度。 经济方面选择人均地区

生产总值（人均 ＧＤＰ）代表，人均 ＧＤＰ 反映了人均创造价值的高低，集中体现了区域经济发展的质量。 社会

发展方面选择了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作为评价指标，该指标主要反映了人民生活水平变化所带来的社会

消费质量，通过研究其变化特征可以反映城市化在社会发展方面的区域差异。
通过 １９８４—２０１２ 年逐年时间序列数据对京津冀地区城市化整体发展特征分析；撷取 １９８４、１９８８、１９９２、

１９９６、２０００、２００４、２００８、２０１２ 共 ８ 个节点年份数据，以 ４ 年为 １ 个研究周期，组成 １９８４—１９８８、１９８８—１９９２、
１９９２—１９９６、１９９６—２０００、２０００—２００４、２００４—２００８、２００８—２０１２ 年 ７ 个分析时段，采用几何平均增长速度测度

不同阶段各城市间城市化发展的差异。 为了研究城市化发展的区域差异性，我们引入偏离度模型。 首先计算

各城市不同时期 ４ 个方面的城市化发展的偏离程度，从而分析不同时段城市化发展的区域性差异。 偏离度计

算方法［２７］：

Ｄｉｊｋ ＝
Ｇ ｉｊｋ － Ａｉｊ

Ａｉｊ

× １００％ （１）

式中， Ｄｉｊｋ 为 ｉ 时期第 ｋ 城市 ｊ 个要素城市化几何平均增长速度的偏离度； Ｇ ｉｊｋ 为第 ｋ 城市 ｉ 时期 ｊ 要素城市化

发展的几何平均增长速度； Ａｉｊ 为京津冀地区第 ｉ 时期第 ｊ 个要素方面城市化几何平均增长速度。 通过 ４ 个特

征要素城市化指标的偏离系数来分析京津冀地区城市化发展的空间差异。
变异系数（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也称离散系数，可以用来比较两组数据之间的差异程度，进而也可以分

析城市化过程的区域差异和协同性特征，其计算方法如下［２８ ２９］：

（Ｃ· Ｖ`） ｉｊ ＝
Ｓｉｊ

Ｘ ｉｊ

× １００％，Ｓｉｊ ＝
　

∑（Ｇ ｉｊｋ － Ｘ ｉｊ） ２ ／ ｎ （２）

式中， （Ｃ· Ｖ`） ｉｊ 为 ｉ 时期第 ｊ 方面城市化发展的变异系数； Ｓｉｊ 为 ｉ 时期 ｊ 城市化方面的标准差； Ｘ ｉｊ 为各城市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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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 ｊ 城市化方面年均增长率的算术平均值。 ｎ 为京津冀地区总体城市个数。 变异系数也可以用来比较城市

化发展的区域差异，地区之间变异系数值越大，数据的离散程度就越大，区域内城市化增长速度越不平衡。 相

反，变异系数值越小，数据的离散程度也越小，区域内城市化增长速度越平衡。
通过耦合协调性测度，以反应京津冀地区城市化进程中的不同驱动因子（特征要素）与城市生态因子耦

合协调性，城市生态因子通过人均园林绿地面积（市辖区）表征，园林绿地面积包括公共、单位附属、居住、生
产、防护和风景绿地的总面积。 人均园林绿地面积主要反应了城市化发展中生态绿化的发展程度。 耦合协调

度测度方法为［３０⁃３２］：
（１）数据无量纲化

Ｙ ＝
ｙｉｊ

　

∑
ｎ

ｉ ＝ １
ｙ２

ｉｊ

Ｚ ＝
ｚｉｊ

　

∑
ｎ

ｉ ＝ １
ｚ２ ｉｊ

（３）

式中， ｙｉｊ 为京津冀地区城市化驱动因子和 ｚｉｊ 分别为京津冀地区城市生态因子原始数据。 Ｙ、Ｚ 为无量纲化后

的值。
（２）计算京津冀地区城市化驱动因子和生态因子的协调度 Ｃ 和城市化驱动因子和生态因子的综合评价

指数 Ｔ。 α、β 为待定权数，作者认为城市化驱动因子和生态因子同样重要，故均取值为 ０．５。

Ｃ ＝ ２ Ｙ × Ｚ ／ Ｙ ＋ Ｚ[ ] ２{ }
１
２ ， Ｔ ＝ αＹ ＋ βＺ （４）

（３）测度耦合协调度 Ｄ

Ｄ ＝ 　 Ｃ × Ｔ （５）

２　 结果分析与讨论

图 ２　 １９８４—２０１２ 年京津冀地区城市化整体发展趋势

Ｆｉｇ．２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ｉａｎｊｉｎ⁃Ｈｅｂｅｉ ｆｒｏｍ １９８４ ｔｏ ２０１２

２．１　 京津冀地区城市化总体发展特征

从京津冀地区城市化整体发展的特征看（图 ２），１９８４—２０１２ 年，４ 个特征要素的城市化发展均呈现上升

趋势。 从增长幅度来看，经济方面增长幅度最大，人均 ＧＤＰ 由 ９６０．７ 元增长到 ５３２４５．７ 元，增长 ５４４２．４％，年
均增长率 １５．４％；其次是社会方面，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由 ４０９．９ 元增长到 １９７７５．２ 元，增长 ４７２４．４％，年
均增长率 １４．８％；土地方面建成区总面积（以下均不含县级市）增幅位于第三位，由 １０７２ｋｍ２增长到 ３２４１ｋｍ２，
增长 ２０２．３％，年均增长率为 ４．０％，人口方面，非农人口增长幅度相对最小，由 １７２３．２ 万人增长到 ４０３４．４ 万

人，增长幅度为 １３４．１％，年均增长率为 ３．１％。 人口与土地方面的年均增长率差异性较小，为 ０．９ 个百分点，表
明人口与土地的绝对扩张速度相对较为一致。 经济与社会方面的年均增长率差异性较小，为 ０．６ 个百分点，

４ 　 生　 态　 学　 报　 　 　 ３７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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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社会与经济的增长速度相对较为一致。 人口、土地两方面年均增长率远低于社会、经济两方面年均增长

率，其中，人口、土地与社会、经济之间最小差异为土地与社会方面的差异性，高达 １０．８ 个百分点，表明人口、
土地的城市化带来的社会、经济效益十分明显。

通过京津冀地区统计数据可以获得 ４ 个方面不同阶段城市化平均增长率（图 ３）。 人口与土地平均增长

率最高时期均出现在 ２０００—２００４ 年，分别为 ５．５％和 １３．６％。 由于这一时期国家认为推进城镇化的条件已渐

成熟，开始实施城镇化发展战略，城市化速度快速提升。 同时，这一时期也是人口与土地平均增长率差异最大

时期，相差 ８．１ 个百分点。 总体来看，人口增长速度相对波动较小，较为平稳，各时期极差为 ３．７ 个百分点。

图 ３　 京津冀地区阶段城市化整体年均增长率

　 Ｆｉｇ． ３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ａｔｅ ｏｆ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ｉａｎｊｉｎ⁃Ｈｅｂｅｉ

从经济与社会增长趋势与波动情况看，１９８８—１９９２
时期出现下降，由于明显的通货膨胀和大幅度物价上

涨，国家开始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 １９９２—
１９９６ 时期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经济和

社会出现快速增长。 受 １９９７ 年亚洲金融危机影响，
１９９６—２０００ 时期的经济和社会增长率再一次出现下

降。 随着金融危机的消退，２０００—２００８ 时经济、社会出

现不同程度增长。 ２００８—２０１２ 时期受美国次贷危机的

影响，经济和社会增长率再一次下降，经济增长率下降

４．１ 个百分点，而社会增长率仅下降 ０．８ 个百分点，降幅

小于经济增长率，主要是由于国家迅速采取了有效的救

市计划，出台了多项鼓励消费、扩大内需政策，社会城市

化增长速度并没有因此而明显的放缓。
２．２　 京津冀地区城市化发展的区域差异性分析

从 １９８４—２０１２ 期间京津冀地区不同城市 ４ 个特征

要素的年均增长率（图 ４），可以看出各市社会和经济年

均增长率均高于人口和土地年均增长率。 人口、土地年

均增长率最高的城市分别为廊坊、承德，达到了 ６．１％和 ６．８％，分别高出京津冀地区整体均值 ３．０ 和 ２．８ 个百

分点，比增长率最低的天津、张家口分别高出 ４．８ 和 ５．９ 个百分点。 唐山市社会和经济年均增长率均为区域最

高。 分别为 １６％和 １７．７％，分别高出京津冀地区整体均值 １．２ 和 ２．３ 个百分点，比增长率最低的张家口、邢台

高 ２．５ 和 ４．２ 个百分点。 廊坊市总体发展超前，各方面年均增长率均高于京津冀地区整体均值。
由京津冀地区不同时段四方面城市化过程的偏离程度，可以看出不同时段京津冀地区城市化发展的区域

差异特征（图 ５）。 主要有以下特点：
（１）城市化发展的区域性差异表现在要素之间的不平衡性。 根据图 ５ 可以看出，京津冀地区城市化的区

域性差异主要表现在土地和人口方面，尤以土地扩张最为突出，且不同时段地区之间存在差异；社会和经济增

速区域间差异性不明显。 在土地方面， １９８４—１９８８、 １９８８—１９９２、 １９９２—１９９６、 １９９６—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２００４、
２００４—２００８ 和 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土地增速最大的城市分别为天津、廊坊、承德、邢台、北京、承德和沧州；而人口增

速最大的城市在上述时段内分别为邢台、衡水、衡水、邢台、廊坊、邯郸和邢台。 由此可以看出，城市化过程中，
土地和人口的增长并非同步增长，地区之间存在较大差异。

（２）城市化发展的区域性差异还表现出明显的时段性特征。 城市化发展在土地方面的区域性差异，
１９８４—１９８８、２０００—２００４ 时段明显低于其它几个时段。 这是因为 １９８４—１９８８ 时段属于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初

期，城市化过程受到政策影响，城市扩张受到严格约束，由此导致城市化发展区域之间的差异性较小；随着对

城市化发展认识的提高，我国城市发展走上快速通道，各地区在城市化发展方面各显神通，城市化过程的区域

差异性也逐渐显现出来。 虽然 ２０００—２００４ 时段，京津冀地区城市间土地扩张差异性绝对值较大，但地区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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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１９８４—２０１２ 年京津冀地区市域城市化年均增长率

Ｆｉｇ． ４ 　 Ａｎｎｕ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ａｔｅ ｏｆ 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ｉａｎｊｉｎ⁃Ｈｅｂｅｉ ｆｒｏｍ １９８４

ｔｏ ２０１２

发展速度较快，由偏离度反应的区域差异性反而相对较

小，由于这一时期国家认为推进城镇化的条件已渐成

熟，开始实施城镇化发展战略，各城市积极响应国家政

策，土地城市化扩张速度快速提升。
（３）综合各个时段数据，研究分析了 １９８４—２０１２

年城市化发展 ４ 个特征要素的偏离程度，可以看出（图
５ｈ），京津冀地区各城市化特征要素在这一时段差异性

最小。 总体上，城市化发展速度较为均衡。 这也表明，
虽然不同分段时期，京津冀地区城市化发展的差异性较

大，但是总体的发展趋势相同。 在城市化进程中需要处

理好先发展与后发展的矛盾，国家出台政策鼓励部分城

市先发展，同时，先发展起来的城市需要带动后发展的

城市，最终达到共同发展。
２．３　 京津冀地区城市化发展的时间差异性分析

从京津冀地区不同时段城市化发展的空间变异特

征，同样反映出与偏离度类似的结果（图 ６）。 通过对 ４
个特征要素增长速度的变异系数分析发现：１９８４—２０１２
年各研究时段土地增长方面变异系数均大于其它方面，
说明京津冀地区城市化过程中最大的差异表现在土地

的扩张。 １９９６—２０００ 年土地增长区域差异性最大，为
１１１．９％。 其次是人口增长的差异性，其变异系数值均

低于各期土地值，变异程度最大为 ２００４—２００８ 年，变异

系数为 ８１．９％，仍远大于经济和社会方面各时期变异系

数值。 这表明京津冀地区城市化进程中城市间人口发展不平衡。 相比之下，经济和社会增长率的差异性相对

较小，各时期变异系数均低于 ４０％，其中，社会方面除 １９８８—１９９２ 年变异系数为 ３９．８％，其余时期均处于

１０％—２０％之间，这说明城市间的增长速度差异性较小。 经济与社会增长率变异程度在 １９８８—１９９２ 年均为

最大值，分别为 ３１．４％和 ３９．８％。 虽然总体上京津冀地区各城市间经济、社会方面的城市化增长差异性相对

较小，发展速度相对平衡，但是各市经济和社会生活水平差距依旧明显，经济与社会城市化发展程度差异性大

的格局并没有改变。 北京、天津两个超大城市经济城市化和社会城市化程度依旧远高于河北省各市，同时河

北省内城市间经济与社会城市化程度差异性仍然较大。
２．４　 京津冀地区城市化驱动因子协同性分析

偏相关分析（净相关分析）可以在很好的控制对其造成影响的其它变量基础上，分析特定两个变量间的

线性相关关系，所采用的分析工具称为偏相关系数。 为了进一步分析四个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研究采用

１９８４—２０１２ 年京津冀地区逐年整体数据进行偏相关分析法分析人口、土地、社会、经济两两之间的偏相关关

系，（表 １）。 表中 ｒ 人土·社经表示将社会、经济作为控制变量后的人口与土地间的偏相关系数，同理可知其

它两两之间的偏相关系数。 在控制社会与经济因素后，人口与土地之间的偏相关系数 ｒ 人土·社经 ＝ ０．８６２，
且 Ｐ＝ ０．０００＜０．０１，表明人口与土地之间高度正相关，反映城市化过程中人口的增加需要更多的土地资源来支

撑。 控制人口与土地因素后，社会与经济之间的偏相关系数 ｒ 社经·人土 ＝ ０．９８５，且 Ｐ ＝ ０．０００＜０．０１，表明社

会与经济之间高度正相关，同时也反映出随着经济水平提高，人民的社会消费水平也随之提升。 分别控制另

外两个变量后，人口与社会之间、人口与经济之间、土地与社会之间、土地与经济之间的相关性均不显著，Ｐ 值

均大于 ０．０５。 在城市化早期，经济的发展最直接的作用是提高人民生活消费水平。 城市人口的增加需要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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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产生活空间来满足，进而直接引起城市土地的刚性需求，导致城市土地扩张。 从城市化早期发展过程来

看，城市化是多因素交互作用的过程，经济的发展最直接的作用是人民购买力加强，生活消费水平提高。 而随

着生活消费水平的提高，一方面反过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人民的生产生活方式逐渐由乡村生产生活

为主的方式向更为丰富多样的城市生产生活方式转变，人口开始逐渐往城市集聚或者自发聚集为新的城市，
而城市人口的增多，直接带来土地的刚性需求，通过城市空间延伸以解决人口扩张矛盾。 而人口的集聚，城市

的空间扩张一定程度上使得城市生产生活方式更加多样化，进而又可以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但总体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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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京津冀地区不同时段城市化发展偏离度比较

Ｆｉｇ．５　 Ｔｈｅ ｄｅｐａｒｔｕｒｅ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ｅｒｉｏｄｓ ｏｆ 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ｉａｎｊｉｎ⁃Ｈｅｂｅｉ

言，人口与社会之间、人口与经济之间、土地与社会之间、土地与经济之间直接因果作用并不很强。

表 １　 城市化指标间偏相关系数表

Ｔａｂｌｅ １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ｔａｂｌｅ ｏｆ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偏相关系数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ｒ 人土·社经
Ｐｅｏｐｌｅ ＆
Ｌａｎｄ

ｒ 人社·土经
Ｐｅｏｐｌｅ ＆
Ｓｏｃｉａｌ

ｒ 人经·土社
Ｐｅｏｐｌｅ ＆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ｒ 土社·人经
Ｌａｎｄ ＆
Ｓｏｃｉａｌ

ｒ 土经·人社
Ｌａｎｄ ＆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ｒ 社经·人土
Ｓｏｃｉａｌ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偏相关系数（ ｒ）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０．８６２ ０．１３７ －０．０５４ －０．３７９ ０．３７０ ０．９８５

显著性（双侧 Ｐ）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ｔｗｏ⁃ｔａｉｌｅｄ ｔｅｓｔ） ０．０００ ０．４９５ ０．７８９ ０．０５１ ０．０５８ ０．０００

图 ６　 京津冀地区整体城市化变异系数

Ｆｉｇ．６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ｉａｎｊｉｎ⁃Ｈｅｂｅｉ

２．５　 京津冀地区城市化驱动因子与城市生态发展

耦合协调性分析

通过对 １９８４、１９８８、１９９２、１９９６、２０００、２００４、２００８、
２０１２ 年份城市生态数据研究发现，城市生态指标值呈

总体上升趋势，表明城市发展过程中城市生态建设也在

总体加强（图 ７）。 进一步对 ４ 项城市化驱动因子和城

市生态因子进行耦合协调性分析。 参考已有文献［３０ ３２］

将结果分为低度协调、中度协调、较高协调、高度协调 ４
类、取值区间分别为［０．００—０．３）、［０．３—０．５）、［０．５—０．
７）、［０．７—１］。 结果表明：１９８４—２０１２ 期间，人口、土地

因子分别与生态因子的耦合协调性较为接近，社会、经
济因子分别与生态因子的耦合协调性较为接近。 人口、
土地、社会、经济 ４ 项城市化驱动因子分别与城市生态

因子的耦合协调度均不断提高，其中，人口、土地两项城

市化驱动因子与城市生态因子的耦合协调性指数分别

由 １９８４ 年的中度协调类（０．３４３６、０．３２８５）提高到 ２０１２
年的高度协调类（０．７４２１、０．７５６４）。 社会、经济两项城市化驱动因子与城市生态因子的耦合协调性指数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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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１９８４ 年的低度协调类（０．１８１４、０．１７４４）提高到 ２０１２ 年的高度协调类（０．８３４７、０．８３０８）。 这表明京津冀地区

城市化发展过程中人口、土地、社会、经济与城市生态发展协调性越来越强。 京津冀地区城市建设过程中并没

有只注重人口、土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在加强城市生态的建设，城市发展由过去传统工业化城市发展

模式向生态化发展模式转变。

图 ７　 京津冀地区城市化驱动因子与城市生态发展耦合协调度

Ｆｉｇ．７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ｉａｎｊｉｎ⁃Ｈｅｂｅｉ

３　 结语

基于社会经济统计数据，从人口、土地、社会、经济

４ 方面分析了 １９８４—２０１２ 年京津冀地区城市化发展的

时空分异特征，研究发现：
（１） 无论从人口和土地，还是社会和经济方面，京

津冀地区城市化发展趋势总体一致，均呈现整体上升趋

势。 但不同方面增长速度存在明显差异。 １９８４—２０１２
年，京津冀地区城市化整体增长幅度表现为：经济＞社
会＞土地＞人口；各市社会和经济要素年均增长速度均

高于人口和土地要素的年均增长速度。 （２）从京津冀

地区各城市分时段增长速度看，４ 个特征要素的城市化

发展存在不同步现象。 人口与土地最快增长时段发生

在 ２０００—２００４ 期间，而社会与经济最快增长时段发生在 １９９２—１９９６ 时期。 （３）京津冀地区城市化发展表现

为人口与土地同步发展，经济与社会发展同步，但是人口 ／土地系统与社会 ／经济系统之间城市化发展存在较

大差异，人口与土地之间、社会与经济之间均存在高度的正相关，然而人口与社会、人口与经济、土地与社会、
土地与经济之间相关性不显著。 （４）京津冀地区城市化发展时空差异明显。 城市化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综合

性的交错提升过程，不同时间段各城市的发展存在不同的特点；城市化过程中空间的最大差异表现在土地的

扩张，其次是人口增长，相反，经济和社会的增长时空差异相对较小。 （５）京津冀地区人口、土地、社会、经济

四项城市化驱动因子与城市生态因子的耦合协调度均不断提高。
基于偏离度的方法，从 ４ 个城市化特征要素研究了京津冀地区不同时段城市化发展的区域性差异，为定

量研究区域城市化发展的差异提出了一种思路。 然而城市间不同要素城市化发展存在差异性并非都不利于

区域的协调发展，仍然需要根据城市之间的分工和功能定位，确定土地、人口、社会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例如，针对特大城市人口、土地实行限制政策而引起的人口、土地城市化缓慢，而对中小城市实行鼓励人口、土
地的城市化发展政策而导致的人口、土地城市化迅速，两者之间发展速度的合理差异反而有助于地区城市化

的整体协调推进。 如何定量评价城市化发展的区域性差异，探讨适合区域功能定位和协同发展的合理区间，
将是下一步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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